
   

构筑企业高技能人才体系的研究 

文/张晓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建立一
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这是我国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重
要步骤，因此建立一个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势在必行。 
   一、 培养高技能人才任务的由来 
   1999年底，教育部第一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曾对培养目标做了如下界定：“高职高
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
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这以后，人们都认同
技术应用性人才是高职人才的定位。可是短短的4年零2年月的时间，到2004年2月，教育部制定的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
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从这个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部已经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的
必然趋势，已经将“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提法，改为“高技能人才”。 
   其实，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人才类型分为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四类，其
中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由职业教育来培养。建国初期主要是以师带徒和工人业校的形式来培养，然
后就由技校来承担工厂第一线的操作工人，中专来担任第一线的班组长和企事业中的业务人员和职
能科室员工。后来就发展到职业大专层次的职业院校。现在已经发展到部分本科院校和大学在培养
高技能人才。这个过程也说明了技能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含义和层次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去
所说的技术型人才主要指工艺型人才、执行型人才、中间型人才。具体从生产角度说是生产中的技
术员、工艺工程师等；从管理角度说是车间主任、班组长等；从职业角度说有会计、统计等。而技
能型人才也称技艺型人才、操作型人才，主要指在生产第一线或工作现场从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
的工作。技术型和技能型的主要区别是分工、层次、和智能含量。其实他们之间一直是交叉重叠
的，很难区分的，特别是操作一线高科技含量相当大的今天两者已逐渐由交叉变为重合。首先，从
分工上来看，编软件的一线人员，车间操作大型仪器的人员，在现代化管理的今天，管理者都是直
接以计算机操纵各个生产程序，一个大型物流仓库就有几个人管理就可以，剩下都是自动导向车等
设备来完成，根本不用工人肩扛人抬，他们的分工已经合为一体。这时已经没有工人和技术员的分
工了，也就没有层次这个概念了。至于智能含量有些工作在第一线的人员可能更高，因为他们直接
在操作软件，设计软件，而技术管理只要学会操作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称有些机器是傻瓜机。所以
我们说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概念完全可以合一。 
   那么什么是高技能人才呢？根据以上分析，应该这样下一个定义：“他们具有较高专业（工
种）知识水平、精湛的生产劳动技艺、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能从事创造性劳动，独立解决复杂和关
键技术操作难题的高素质劳动者。”高技能人才必须经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合格，已经取得本专业
（工种）国家《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师职业资格证书》。高技能人才包括高级工、技师和高
级技师。高技能人才按技能类型一般分为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三种。2003年12月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首次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纳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部署，
开始实现了”技术工人也是人才“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对推动科教兴国、促进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将产生巨大作用。 
   二、 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就业市场属买方市场，与本科生、研究生相比，相当一部分专科生在多种
技能型工作上更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很多企业从用人成本和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更倾向于选择专
科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一些技术与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重新凸显
优势，技工与擅长技能的技校、中专生与大专生，由于所学专业与生产实践结合紧密，自然更易受
到用人单位的青睐。专科生与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方向与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中专生与大专生的
培养一般比较注重实践技能训练与打磨，而本科生、研究生培养则更注重的是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
与提高，二者有着不同的培养方向，实现着不同的社会服务功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人才的不同
需要。在国内某些人才市场，专科生比研究生走俏只是说明目前就业市场的供需变化状况，而这种
动态变化反映的仅是现象，并非现象的本质。 
   目前，在我国，高职绝大多数是专科层次，所完成的就是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如果
我们要说培养高技能人才。而一个“高”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和国外还有相当的差距。据有关资料显
示：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制造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技术工人的学历高得令人咋舌。在日本，从事



 

生产制造的一线熟练工人中，拥有硕士学历者达到40%，韩国也达到了30%（资料来源《中国人事
报》2005-9-29），这些国家的人才现状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实用技能将对人才的学历提出
新的更高的要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从2003年到2005年3年毕业生就业状况为背景，进行问卷调查
表明，毕业生的就业动机与该类企业提供较高的薪酬和较多的职业发展机会有关。 
   三、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解决高职生继续学习问题的措施是“专升本”。“专升本”确实满足了部分高职
生继续学习的愿望，但是“专升本”后，高职生进入了学术教育体系，而不是职业教育体系。也就
是说，“专升本”是以放弃高职生原来的教育体系为代价的。这样做的问题在于：1、学术教育和
职业教育的标准完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因为他们以往受的教育和他们要受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两种教育，那么许多高职生必然难以达到学术教育的标准。2、“专升本”容易导致学术课程对职
业教育课程的制约，从而使职业教育课程出现学问化倾向。3、对升入学术性本科院校的高职生来
说接受学术教育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一贯是以职业教育的标准来学习的。4、“专升本“实际
上使许多学生脱离了职业教育系统，导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萎缩，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
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大力举办本科层次的技能教学型院校，首先从那些技能教学型新升本
科的院校开始试点。 
   “2020年中国职教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
院贺贤土院士针对上述问题指出：“首先，目前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在学制上只差一年，但这一年
所造成的社会差异却非常大。因为高职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特别强调技能、实践训
练，所以毕业生很受企业欢迎。尤其是一些产学研结合做得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学生实习以后就被
企业留下了。从社会发展看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应当是有机的整体，不应该是割裂开来的。其间可
能有交叉、重叠，但总体来说，工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应当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如美国的社区大
学，有两年、三年的，与研究型大学有着密切联系。 
   实际上，世界有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先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高等教育层次上培养这些人
才，并授予高等教育学位。1967年，美国杨伯翰大学授予工程技术学位（BET）的两种教育计划最
先通过鉴定认可；至1977年，美国有62所院校开设这类学位课程，通过鉴定的BET教育计划达155
种；至1987年，提供这类教育的院校达116所，涉及般空、空调、建筑、汽车、生物工程技术、化
工民用建筑等技术领域。同时，8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工程技术硕士学位（MET）教育，到1990年，
提供MET教育的院校达7所。 
   根据以上分析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第一，要大力开办技能教学型院校。首先从新升本科院校
开始试点，然后逐渐形成技能教学型体系，并逐步形成规模。技能教学型院校的培养目标应该是：
造就一大批服务于生产、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深化高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推进
教育创新，优化教学结构，改革培养模式，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以形成同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相适应的高技能培养体制。第二，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据2004年10月份国家劳动力市场统
计，全国89年城市新增的198万个岗位中，国家机关、事业和社会团体需要的比例仅占0.8%。扎堆
去挤一个容量很小的“市场”，进去的自然是极少数。“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
们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这是扩大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
道。”据统计，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含个体经营）已经达到3750万家，占我国全部注册
企业数的99%。在中小企业就业职工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75%以上。从国家方针和实际数据看，当
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解决就业问题，主要依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而多数中小企业、民营
企业在用人上看重的是一专多能、一技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民营企业是因事定人。如水、电工本来
是不相容的两个工种，但在民营企业已将水电合二为一了。许多物业分司在招用锅炉工时，同时要
求录用人员至少懂得制冷空调维修，或是电梯维修。因此，复合型人才就成了民营企业用人的首
选。第三，积极与市场经济发展对接。2004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台了《进一步加快现代制造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不仅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也要大力促进相关人才的培养工作，并做
出规定：“职业学校通过‘定单式’培训，每年输送300名以上机电类技工毕业生在武汉地区制造
业工作的，武汉市财政按每个毕业生800元标准，一次性给予学校补贴”。这样就会激发培养高技
能人才院校的积极性。最后，形成一个以新升本科院校为龙头，以职业大专为骨干，以中专、技校
为两翼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绝不是教育一家之事，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重视，相
互协调，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目的【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
题：《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与途径研究》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号：06AIJ01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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